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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要求

知道什么叫长期发热、短期发热；

掌握动、热稳定工程实用计算条件；



§3-1 导体载流量和运行温度计算
一、概述

1、导体和电器运行中的两种工作状态：

正常运行状态——长期发热状态；

短路状态——短时发热状态。
2、发热的危害

机械强度下降；接触电阻增加；绝缘性能降低

3、最高允许温度

为了保证导体可靠地工作，须使其发热温度不超过一定
的数值。这个限值就叫做最高允许温度。

导体正常最高允许温度：+70oC;计及太阳辐射：+80oC；镀锡：
+85oC
短时最高允许温度：硬铝及铝锰合金取200oC；硬铜取300oC。



二、导体的发热与散热

一、发热

电阻损耗、金属构件的磁滞涡流损耗和介质损耗、太阳辐射都会引起

发热，真正起作用的是电阻损耗（ ）和太阳辐射（ ）。

二、散热

就其物理本质而言，可分为对流（ ）、辐射（ ）、导热（ ）三种

形式，其中导热量一般很小，可以忽略不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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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导体的长期发热

1、导体的温升过程

在升温过程中，导体产生的热功率（ ），一部分用于导
体本身温度升高所需的热量（ ），一部分散失到周围介
质中（ ）。由此可得热功率平衡方程式

求解可得升温过程的表达式：

升温过程按指数曲线变化，3~4周期时趋于稳定温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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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导体的载流量

稳定温升：

载流量：

提高载流量的方法

1）采用电阻率小的材料；

2）导体形状：相同截面积，矩形、槽形的表面积比圆形大；

3）布置方式：矩形导体竖放比横放散热好。

4）导体表面涂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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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大电流导体附近钢构的发热

1、大电流导体附近钢构发热的原因、危害及最高允许温度

1）原因：导体中通过交流电时，导体周围出现强大的交变磁场，使

附近钢构中产生很大的磁滞和涡流损耗，钢构因此发热。

2）危害：钢构温度升高后，可以使材料产生热应力而引起变形，或

使接触连接损坏。混凝土中的钢筋受热膨胀，可能使混凝土发生

裂痕。

3）钢构发热的最高允许温度：

人可触及的钢构：70度；

人不可触及的钢构：100度；

混凝土中的钢筋：80度。



2、减少钢构损耗和发热的措施

1）加大钢构与导体之间的距离；

2）断开闭合回路；

3）采用电磁屏蔽

4）采用分相封闭母线



§3-2 导体的短时发热





二、热效应的计算法





§3-3 导体短路的电动力

一、计算短路电动力的原因

电力系统短路时，导体中通过很大的短路电流，导体会遭受巨大的

电动力作用。如果导体的机械强度不够，就会发生变形或损坏。

二、三相导体短路的电动力

1.电动力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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